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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人社２２陳心婷
　
我並不是什麼很厲害的知識份子，也沒有修很多人類學的課。
我單純因為浩立老師邀我來，我覺得很爽，就答應了。我今
天只想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生活的體悟。

先簡單介紹一下我上大學以後的狀態好了。我在高中接觸到
社會學後，就毅然決然地來讀清大人社。在前兩年，我讀得
很開心，每次收到下學期的課表我都好興奮，覺得有好多東
西可以去理解。但大概從這個學期，我突然對這堆東西沒那
麼有熱情了。我未來不打算讀碩士，不想要從事學術工作。

陳心婷 　|　國立清華大學人社學士班

我現在只想要趕快畢業，然後可以開始找工作。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轉變？我想，可能是因為我過去一直期待
知識能夠給我生活的答案。例如我感情失敗時，我就很想要
了解跟感情相關的研究。浪漫愛是什麼？我是不是被困在浪
漫愛的魔咒裡了？情侶間應該要如何互動才是平等的？我要
如何經營一段關係比較好？我以為，等我累積了一定量的知
識，我就不會再重蹈覆轍。

但我失敗了。我並沒有因此就學會安然處世的方法，反而更
加的徬徨。我總是拿我讀到的東西檢視我的行為，而覺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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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不符合標準。例如，開放式關係好像很棒，但我沒有辦法
接受。例如如果我只想找個好老公然後結婚，那我是不是很
沒主體性。再例如我知道社會可能放了太重點在戀愛關係上，
但我又好想要談戀愛，等等之類的。

直到最近我才理解到，人社知識其實無法提供你正確答案。
知識的功用，是當你無路可走，又需要往前走時，為你提供
思考的線索。人類學在此就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認為人類學
帶給我的是生活的多種可能性。當我的某個想法卡住了，透
過閱讀民族誌我可以知道：哇！原來還有這樣的生活方式或
思考方向。而且雖然人類學致力於了解他人，但透過他者與
自己的相遇，我們也總是在重新了解自己。

但是，在獲得這些知識、這些可能性以後，我們還是需要作
選擇。現在大家好像都覺得，一個好、厲害的人，要能夠理
解自己在想什麼、勇敢地朝著自己的目標前進、為自己的每
一個選擇負責。但我其實常常做不到，也常常為此感到傷心。
不過，讓我覺得很欣慰的是，人類學家在做研究時，可能大

多時候也都是小心翼翼、惶恐不安、內心糾結成一團的。對
我來說，人類學從來不是果斷的學科，人類學家為了好好善
待他遇到的群體，總是不斷的反省自己的每個選擇。所以這
樣的惶恐不安是刻意為之、甚至是必要的。人類學雖然不停
的反省過去的知識，但仍然努力向前去開拓更多的可能性。

雖然知識可以幫你釐清楚想法的來源，以及未來可以前進的
方向。但還是要強調，並不是一定要獲得這些知識，自己的
處境才能夠改善。如同人類學家呈現給我們的人的多樣性，
人總是能用各種創意的方式找到破口，並努力生活下去。知
識只是我們生活中的一種輔助。所以，在吸收知識時，雖然
可以與自己的經驗相對應，但也別急著把所有概念套到自己
身上。剛剛怡潔老師也說，人類學家賦予報導人的主觀認知
有高度的價值。所以，如果這是你想要做的，那你就去做。
如果這些知識對你來說沒有興趣，那就算了吧。

去年的說明會穗穗和潘秉均都說了他們的關鍵字。所以最後，
我也想來分享我的人類學的關鍵字：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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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總是在不斷的旅行，在田野地和原鄉間來來去去，在
一次又一次空間移動的過程中才成為人類學者。在這個過程
中，他試著了解當地人，但又無法真正成為當地人。他可能
吸納了一些田野地的成分，又讓自己和原鄉的人有所不同。
到最後，人類學家可能會變得兩邊不是人，既無法完全回到
原來的群體，又無法將自己完全變成田野地的一份子。然而，
人類學家便是在這些旅行中，培養出對時間、空間上對異質
性的敏感與包容，並慢慢找出在這樣的處境中的安然處世之
道。

我認為我們的生活也常常是種旅行，總是在遇到形形色色的
他者。我們總是被置於不同群體之中，面對各種隱而不宣的
教條或新的知識。我們總是嘗試將自己變成自己所期待的樣
子，試著符合那些教條，又常常因為無法成功而重新認識自
己。透過日常生活的旅行，我們可以不斷在這些雜亂不堪的
事物中找尋平衡，也希望透過這些旅行，我們能夠漸漸學會
在不同的空間中找到安身立命的方法。

以上是我最近的小小心得，抱歉有點混亂。我知道在場的大
家，不一定真的對人社內容有很大的興趣，但希望在這可能
不會是全然開心的日常生活中，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或是
人類學知識可以幫助或陪伴我、還有大家過自己喜歡的生活。


